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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政治

拉美政治变迁的社会基础*

———对巴西、智利、阿根廷三国天主教与左翼关系的比较研究

钟智锋＊

内容提要: 20 世纪末，拉丁美洲出现了两种型塑拉美政治变

迁的重要运动———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本文以天主教与左翼运

动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选取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为个案，通过历史

分析和横向比较考察两者的关系模式与变迁趋势。研究发现，天主

教与左翼的关系是动态和多元的。天主教的右倾或左转是拉美政治

钟摆的重要社会动力: 天主教的右倾推动了军人政体的建立，天主

教的左转则促成了左翼的上台执政。天主教与左翼的关系模式存在

全面对抗、全面合作和部分合作三种模式。在民主化时期，三国天

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 在巴西，团结的

天主教与左翼结盟反抗威权; 在智利，分化的天主教与左翼结成选

举联盟终结了威权; 在阿根廷，分化的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疏远并消

极地反抗威权。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主要受到宗教市场的多元

化程度和政治压制程度的影响: 军政府的政治压制程度越高，宗教

市场的多元化程度越大，天主教越容易与左翼政党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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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拉美社会出现了两种型塑拉美政治变迁的运动———左翼运动

和天主教运动。这两种运动不仅有明确的理念和议程，还有颇具行动力的组

织载体 ( 含国内组织和国际联盟) 。它们对拉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对拉

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迁都有重要的影响。

“21 世纪社会主义”“社群社会主义”和“劳工社会主义”等左翼主张的

流行，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等国际左翼政党论坛的建立，左翼政党或

政党联盟上台执政，左翼政党组织在世界左翼政党联盟组织中地位的提升，

是左翼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解放神学等主张的流行，拉丁美洲主教会议

( CELAM) 这个区域性议事机制的建立，基督教民主党或政党联盟上台执政，

拉丁美洲基督教在世界基督教地位的上升都是天主教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

对它们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拉美社会的走向，也有助于再思宗教与政治的

关系、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现有对拉美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左翼运动上，这些研究往往以政党为

核心，并持左右二分的视角。已有的研究对基督教这种重要社会力量的影响

及其变迁缺乏关注，且往往把它和左翼运动看成是对峙的双方。然而事实上，

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 1962—1965 年，简称梵二会议) 以来，随着解放

神学的提出，拉美的天主教已明显左转，不少国家的天主教已与左翼结成联

盟。静态的、左右二分的视角已无助于我们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拉美政

治的变迁。本文以拉美天主教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巴

西、阿根廷和智利这三个国家为个案，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呈现了天主教

运动和左翼运动之间多元、动态的关系。

一 拉美左翼运动研究状况及本文视角

学界对拉美的左翼运动已有基础性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的学者聚焦

于左翼内部的分野，并把左翼政党划分为激进左翼和温和左翼。① 有的学者关

注政治强人的影响，归结出一种“查韦斯—莫拉莱斯—乌马拉现象”。② 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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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苏振兴: 《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 年第6 期，第6 －8 页。
刘维广: 《拉美所举办“查韦斯—莫拉莱斯—乌马拉现象及其启示”研讨会》，载《拉丁美洲

研究》，200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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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分析了左翼兴起的推动因素。① 有的学者把焦点放在社会思潮上，梳理

了左翼运动中的各种思潮。② 有的学者从历史条件、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总结

了共产党、社会党和新左翼的基本内容。③ 有的学者则关注印第安人问题，指

出左翼运动背后的民族根源。④

但已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 1) 在拉美这个基督徒人数占绝大比例

( 90% ) 的大陆，忽视宗教的力量和变化，只把宗教看成是一个背景因素;

( 2) 基本上依赖左右二分的方法，并机械地把左翼和天主教放在两个对立的

阵营内; ( 3 ) 重视政党和领袖，忽视社会群体分析，没有注意到社会群体

( 如天主教) 的立场转向对左翼执政的关键影响; ( 4 ) 缺乏比较的视野，不

重视因果分析。

对左翼运动的研究仍存在两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第一，左翼执政

反映了拉美政治的钟摆现象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变迁? 换言之，拉美政治是否

显著左转? 第二，如果拉美政治的确发生了显著的左转，促成这种转变的核

心因素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赞成论和怀疑论。

前者认为拉美政治的确显著左转，后者虽承认近 20 年来拉美左翼势力在部分

国家显著上升，但并不认为这是结构性的变迁。例如，张凡对拉美政治显著

左转持怀疑态度，认为左翼的未来仍取决于它是否能探索出一个较好的治理

模式。左翼执政可能是拉美政治钟摆模式的一个阶段。⑤ 袁东振和杨建民主编

的《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对该地区一些社会党和共产党的

成败做了总结，亦认为政党兴衰在拉美政治中是一种常态化的事情。⑥ 笔者认

为对天主教和左翼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这场讨论。本文将通过历

史分析和个案比较说明，天主教的右倾和左转是拉美钟摆效应的重要动力;

由于拉美政治的社会基础已发生了结构性转向，不少天主教徒的政治立场已

经左转，在一定条件下将有助于左翼崛起并巩固其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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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焦震衡: 《拉美左派执政的国家为何越来越多?》，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25 －
28 页; 苏振兴: 《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 年第6 期，第5 －6 页。

徐世澄主编: 《拉美左翼与社会主义理论思潮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
崔桂田、蒋锐等著: 《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
刘承军: 《印第安文化与印第安政治运动的新崛起》，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 年第 5 期，

第 64 － 66 页。
张凡著: 《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年，第 275 － 314 页。
袁东振、杨建民等著: 《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6 年，第 7 －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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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案例，其理由如下。第一，它们都是

地区性大国，对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第二，它

们在宗教构成上 ( 体现为新教和天主教的比例) 存在显著差异 ( 见表 1) ，有

助于我们验证宗教多元程度对宗教团体政治参与的影响。阿根廷是一个天主

教占主导性地位的国家，巴西和智利则有着较大的宗教多元化程度。第三，

三国的政治参与空间存在差异，有助于我们检验政治空间对宗教团体政治参

与的影响。巴西和智利的政治参与空间相对更大，阿根廷的政治参与空间相

对较小。第四，在民主化时期，三国执政当局对民主抗争的压制程度存在差

异，有助于我们检验政治压制对宗教团体政治参与的影响。

表 1 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三国的宗教构成 ( % )

天主教 新教 无宗教隶属 其他

巴西 61 26 8 5

智利 64 17 16 3

阿根廷 71 15 11 3

注: 无宗教隶属这个群体大多数不是一个无信仰的世俗群体，而是有信仰但不归属于某个特定宗

教组织的群体。阿根廷的无宗教隶属群体多为天主教徒。
资料来源: Pew Ｒesearch Center，Ｒeligion in Latin America: Widespread Change in a Historically Catholic

Ｒegion，2014. http: / /www. pewforum. org /2014 /11 /13 / religion － in － latin － america. ［2018 － 05 － 10］

本文从情境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视角分析问题。这种视角认为大多数事

物都不是铁板一块、静止不变的，而是具有多元的组成部分，而它们又会随

着环境变化而作出程度不同的调适与变化。与本质主义相比，情境主义更强

调事物内部的多样性、外部环境的影响力以及事物的变动性。起到型塑作用

的环境因素，除了经济状况和外部环境外，主要还包括政治制度 ( 威权制度

还是民主制度 ) 和宗教市场格局 ( 垄断的市场还是竞争的市场) 。宗教团体

作出调整的方向主要包括跟政权结合还是分离，持有保守的神学观念来维持

现有体制还是持解放神学以变革现状。

本研究强调多元性和动态性。基督教内部存在多元的团 体 ( 相 对 保

守的教阶和较为激进的 底 层 神 父 ) ，左 翼 运 动 阵 营 内 也 存 在 多 元 的 政 党

( 温和左翼 与 激 进 左 翼， 传 统 左 翼 和 新 左 翼 ) ， 因 此， 基 督 教 与 左 翼 政

党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般而言，较为激进的底层神父更容易

与温和左翼结成同盟，比较保守的教阶则常常与激进左翼发生冲突。天

主教运动和左翼运动的关系，既取决于环境因素，也取决于它们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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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和行动。

宗教的多元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宗教市场里存在着多元的宗教，同一

宗教内部存在多元的声音和组织。前者主要源于五旬节运动 ( Pentecostalism)

在拉丁美洲的兴起打破了天主教的垄断，使得宗教市场的竞争程度加大。这

种宗教竞争也推动了天主教由认同精英到选择民众的转向。后者主要源于梵

二会议，它既提高了平信徒在天主教的地位，也推动了天主教的现代化。这

加大了教阶与平信徒组织的张力，也使天主教逐步分化出保守、居中和激进

三个群体。这种内在的多元性使天主教在应对独裁政体时产生出多元的模式，

主要包括三种模式: ( 1) 上层和下层均不反抗， ( 2 ) 下层反抗而上层沉默，

( 3) 上层和下层一起反抗 。

宗教市场的多元化程度和政治压制程度都会影响天主教的认同对象 ( 精

英—民众，政 权—反 对 派) 和 政 治 参 与 的 策 略 ( 体 制 内 参 与—体 制 外 抗

争) ①，进而影响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的关系。一般来说，宗教市场的多元

化程度越大，为赢得信众，天主教越可能认同民众，从而与左翼运动结成联

盟。此外，政治压制程度越大，天主教越可能跟军人政体脱钩，从而与左翼

运动结成联盟。

鉴于天主教在不同时期面对的挑战、所持立场及与左翼运动的关系有着

显著的差别，我们以民主化作为分水岭，把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的拉美历

史划分成军政府时期 ( 六七十年代) 、民主化时期 ( 80 年代) 和当下 ( 90 年

代至今) 三个阶段，以便呈现出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历史变迁。此外，由于

篇幅所限，本文把分析焦点放在了天主教这个在拉美社会中最主要的宗教团

体，暂不讨论新教团体与左翼运动的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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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政治参与空间对策略选择的影响，参见 ［英］ 胡安·J. 林茨、［美］ 阿尔弗莱德·斯泰

潘著，孙龙等译: 《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问题: 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杭州: 浙江人民

出版社，2008 年，第 71 － 90 页; 有关宗教多元化程度对天主教的影响，参见 Anthony Gill，Ｒendering
Unto Caesa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State in Latin America，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8，pp. 79 － 120.

新教与天主教有着不一样的阶级基础、对美态度和政治议程的广度。一般来说，新教的阶层

基础更接近底层民众，更加亲美，政治议程更为有限 ( 集中在社会文化议题) 。若想进一步了解新教

的政治参与情况，参见 David Martin，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lackwell，1990; Paul Freston，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

《剑桥拉丁美洲史》 ( 第 6 卷下)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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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的兴起: 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

拉美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存在着各种曲折。20 世纪末，拉美社会出现了一

种综合性危机。这在政治上表现为独裁与动荡，在经济上表现为外债高企与

贫富分化，在社会领域则表现为失范和传统纽带的弱化。为了应对这些危机，

拉美社会出现了两种显著的社会运动: 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

左翼政党上台执政是左翼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在委内瑞拉，查韦斯领

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赢得大选; 在巴西，劳工党上台执政; 在智利，社

会党与其他政党结成中左翼联盟，连续执政; 在阿根廷，信奉庇隆主义的正

义党赢回大选并连续执政。左翼政党能产生卢拉、查韦斯、莫拉莱斯等政治

强人，能提出“21 世纪社会主义”“社群社会主义”和 “劳工社会主义”等

给人变革希望的主张，能有效调动民众快速地变革现状以应对危机，这是其

上台执政的重要原因。

除了左翼运动外，拉美社会还出现了一种显著的天主教运动。天主教运

动与左翼的结盟是左翼政党上台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天主教运动是由一系

列主教会议所推动的。1962—1965 年，罗马教廷在梵蒂冈召开了梵二会议，

标志着天主教对现代化的态度由拒斥到拥抱，与时俱进、关注时代成为梵二

会议的重要主题。这次会议推动了天主教的系统性变革，使其逐步由一个保

守的团体转变为一个进步的组织。1968 年，拉美的主教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

召开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提出了解放神学的理念，强调教会应该关

注受苦的民众并致力于人民的解放。1979 年，拉美的主教在墨西哥普埃布拉

召开第三届主教会议，再次重申教会要关注穷人，致力于实现经济正义，并

提出了“以穷人及其解放为优先事务，与穷人及其解放共休戚的选择” ( 简称

“选择穷人”) 的口号。这一系列的主教会议不仅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神

学———解放神学，还创造了一种更有行动力和政治关切的俗众组织———基础

团体 ( Base Community，BCE) 。①

与保守的传统神学相比，解放神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运用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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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解放神学和基础团体对拉美政治的影响，参见 Daniel H. Levine，Popular Voices in Latin
American Catholic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 31 － 53; 弗兰克·K. 弗林: 《解放神学与拉

丁美洲政治秩序》，载《宗教学研究》，1993 年第 1 － 2 期，第 45 －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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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分析社会问题，并指出危机背后的阶级根源; 教会的使命不是维持一种秩

序，而是实现人类的解放; 强调罪和救赎的集体性，认为剥削与压制是一种集

体性的罪，要完成救赎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抗争甚至革命成为

了一种可欲的手段。除了神学革命之外，这一系列的主教会议还带来一种组织

变革。过去，天主教主要依靠由教阶 建 立 和 领 导 的 公 教 进 行 会 ( Christian

Action) 组织俗众进行传教，开展社会慈善活动，维护天主教伦理。但是，公教

进行会基本上不参与政治，且在二战后逐渐衰落。当由信众自发建立的基础团

体出现后，它取代公教进行会而成为天主教内最重要的俗众组织。与公教进行

会相比，基础团体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行动力，且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抗争。

宗教市场格局的变化也推动了天主教的转向。过去，拉丁美洲基本上是

一块由天主教垄断的大陆。随着五旬节运动的发展，拉美国家已出现了一个

日益庞大的新教群体，宗教市场的多元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竞争迫使天

主教转向民众，回应底层的呼声。

拉美的现代化危机、梵二会议以来的天主教会议、宗教多元化程度的增

大，这些都推动了天主教从保守神学到解放神学，从聚焦精英到选择穷人，

从教阶主导到基础团体影响上升，从跟政权结合到与政权分离，从支持威权

到拥抱民主等方面的转向。这些转向不仅使拉美天主教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

动员力，也使它明显左转，更积极地参与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这些改变使

得天主教能与左翼运动结成联盟，一同反抗军人独裁政体、推动社会正义。

下面从纵向历史分析与横向比较两个方面考察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进

而讨论天主教与左翼结盟的性质和条件。

( 一) 纵向历史分析

历史上，天主教与左翼的关系是动态的。在军政府时期、民主化时期和

当下三个阶段，两者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一样的，它们的政治焦点也随之变

化，它们的关系也因而有所不同 ( 见表 2) 。

表 2 不同历史时期天主教与左翼的关系

左翼 天主教 两者的关系

军政府时期 革命 维持传统秩序 冲突

民主化时期 反独裁和不公 反独裁和不公 合作

当下 发展 发展，保守传统价值 多元化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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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政府时期，天主教作为保守的右翼力量与军队结成同盟，通过反对

左翼的激进革命来维持传统秩序。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军队凭借自身的

优势，借助美国和国内右翼的支持，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纷纷建立

起军人独裁政体。在这个阶段，天主教选择与军人政体结盟，认为这是确保

基督教文明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因为左翼要求激烈地变革现状并引起了

政治动荡，出于维护秩序的共同需求，军政府和天主教会结成了联盟。例如，

1964 年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古拉特政权，建立了军人政府。1973 年，

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权。1976 年，阿根廷的

魏地拉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建立了军人统治。在三次政变中，

天主教会均扮演支持者或默许者的角色。

在民主化时期，天主教与左翼结成联盟，共同推翻了军人独裁政体的统

治。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社会出现了债务危机，经济停滞，贫富分化加

剧，社会不公现象普遍存在。面对社会抗争的增多，军政府强化了社会管制，

并严厉镇压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天主教会在这个阶段转向了穷人，越来越多地

参与社会抗争，军政府与天主教会的关系由结盟变为分离。在民主化时期，天

主教会和左翼运动都秉持反独裁和社会不公的目标，并逐步建立起联盟。这个

阶段，天主教会出现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分化，并表现出日益激进化的趋势。

当独裁政府被推翻，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后，天主教延续着与左翼的同盟

关系，但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巴西，天主教仍是卢拉的重要支持者;

在智利，基督教民主党仍是智利左翼执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穷人仍是天

主教的焦点，但过激的派别已被边缘化。随着某些神职人员和信众激进化，

罗马教廷为了捍卫天主教的基本立场，维护教会统一，干预了天主教内的过

激立场。例如，尼加拉瓜某些神父参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革命而导致

了教会的分裂，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到尼加拉瓜访问的时候公开表达了对此

的反对立场。因此，拉美天主教逐步从激进转向温和。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

左翼政党领袖丑闻的出现，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有可能会走向多元化。

( 二) 横向比较分析

前面从纵向维度考察了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历史变迁趋势，发现两者正

逐渐从对抗转向合作。下面从横向维度具体分析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三国在

民主化时期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模式。

1. 巴西: 团结的天主教与左翼结盟反抗威权

在本文研究的拉美三国中，巴西的天主教是最有凝聚力的，它对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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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也最为积极，因此，它与左翼运动的结盟也最为显著。巴西天主教的

凝聚力一方面得益于巴西教阶的开明，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巴西全国主教会议

这个由教阶在 1952 年建立的协调机制。由于教阶能通过这个机制有效整合天

主教内的各种力量 ( 教阶和基础团体) ，而教阶又偏向支持社会抗争，所以巴

西的天主教比较团结、统一，没有出现激进与保守的明显分化。①

民主化时期，支持军事政变的天主教成为反对派的主要源泉之一。② 军人

独裁政体建立之后，政党和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大大地缩小。当公民社会和

政党组织被禁言时，教会成为唯一一个能发声并为民众辩护的团体。例如，

圣保罗枢机主教阿恩斯 ( Arns) 不断地批评军政府侵犯人权，巴西主教全国

会议也一直向军人政府施压，迫使其改善人权状况并逐步开放政治空间。

1979 年 3 月，在卢拉的领导下，圣保罗三个主要工业区举行了 16 万人的大罢

工。圣保罗的警察对工人罢工进行了镇压。阿恩斯主教带领天主教徒为工人

运动提供道义和物质支持，教会也成为工人集会的地方。在教会的调解下，

工人的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

由教阶支持和引导的基础团体对于结束巴西军人政体、促成卢拉的当选

和劳工党的上台执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会与中产阶级联合支持工人运动

是巴西民主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卢拉在一次访谈中也指出他的改革之所

以能走这么远，是因为“我有学生、工党、天主教徒支持我……我是解放神

学的后代，我们的选民基础有一部分来自天主教基础团体”③。

2. 智利: 分化的天主教以选举联盟的方式终结威权

在智利，天主教与左翼运动曾两度结盟: 第一次是因为不满基督教民主

党领袖弗雷的改革，第二次是因为不满皮诺切特军人政体的独裁。弗雷改革

的失败导致天主教分化出保守与激进两个阵营。一部分原来支持基督教民主

党的天主教徒分离出来，建立了更为激进的左翼教会组织，如年轻教会运动

( Young Church) 、统一大众行动运动 ( MAPU) 、基督教左派和基督徒社会主

义运动。这些左翼教会组织发起了 80 人宣言 ( 80 位神父宣告天主教徒应与马

克思主义者合作去推动工人运动) ，组织了 200 人运动 ( 200 个俗众占领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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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ose Casanova，Popular Ｒ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4，pp. 114 －
134.

董经胜著: 《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 1964—1985 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北京: 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2009 年，第 115 页。
参见 https: / /www. youtube. com /watch? v = efkaaNgNI_ c. ［2018 － 0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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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哥大教堂，公开谴责教阶不能有效消除社会不公) 。他们抛弃了基督教民主

党，并与左翼结盟推动了阿连德的当选。这次结盟因阿连德执政后期的经济

危机和政治危机而结束。天主教选择与军队合作以化解危机、重建秩序。

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实行高压统治，宪法被终止，议会遭到解散，政

党活动被禁止，集会与新闻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持不同政见者遭到严厉镇压。

这个阶段，天主教再次左转，并发起了社会抗争。由于皮诺切特约定了 “还

政于民”的时间 ( 1988 年) 和条件 ( 选举失败) ，天主教最后以基督教民主

党与左翼政党组成选举联盟的方式终结了威权统治。1988 年，基督教民主党、

社会党、争取民主党、激进社会民主党等重要政党组建了智利中左翼政党联

盟。这个联盟赢得了大选，结束了皮诺切特的军人独裁统治。这个中左翼联

盟延续至今，是左翼政党上台执政的重要基础。

3. 阿根廷: 分化的天主教消极地反抗威权

与巴西和智利相比，阿根廷的天主教总体上并不积极地反抗军人独裁政

体，也没有跟左翼建立紧密的联盟。虽然阿根廷的天主教也分化出保守 ( 来

自教阶) 和激进 ( 主要来自俗众和底层神父) 两个阵营，但是激进派受到教

阶的强烈反对，未能与左翼建立长久的联盟。

天主教在阿根廷拥有垄断地位，它一直以“基督王国” ( Christendom) 模

式来建构自己与政权的关系: 政权对天主教予以扶持，并确保天主教的理念

贯彻到社会生活中; 作为回报，天主教给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这种模式一

直从殖民政府延续到军政府时期，民主化时期也只是作了轻微的调整。在这

种模式下，教阶很难跟左翼结成联盟，参与抗争的仅限于俗众和底层神父。

“第三世界神父运动” ( MSTM) 是阿根廷天主教内最主要的抗争运动。这场

运动由埃克托尔·博坦 ( Héctor Botán) 等几位神父在 1968 年发起。他们于

同年发表了一份《十八位神父的宣言》，标志着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开始。这

场运动致力于提高工人社会福利，并为工人运动提供支持。神父与工会的合

作也使他们逐步转向庇隆主义甚至社会主义。1969 年，第三世界神父运动再

次发表宣言，公开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同年 12 月，20 多位神父在阿根廷总统

府前举行游行示威，迫使总统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放弃清除城市贫

民窟的计划。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根廷的教阶强烈反对神父们的左转，通过停止圣

职、调到偏远地方甚至与执政当局合作驱赶外籍神父等方式阻止神职人员的

激进化。直到军政府后期，阿根廷的教阶才改变其消极立场。但是，阿根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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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仍没有像巴西和智利的教阶那样转向积极的抗争，而只是收回对军政府的支

持，并减轻对激进神父的压制。因此，阿根廷的天主教在民主化过程中只扮演

了非常边缘化的角色，天主教与左翼的结盟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激进神父。

4. 三个个案的异同点

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三国天主教对左翼运动的参与存在一些相同的地方。

虽然三国的天主教都曾与军政府结盟以维持社会秩序，化解政治危机; 但随

着军政府独裁统治的加剧，天主教都发生了激进化的转向。天主教选择与左

翼结盟参与社会抗争，是结束这三国军人独裁统治、推动左翼政党上台执政

的重要力量。尽管转变的速度和程度有差别，但是三国天主教都逐步从认同

精英转向选择民众，对军人政府的态度也渐渐地从支持转为反对。解放神学

运动的发展，“选择穷人”口号的提出，使得天主教逐渐从精英转向民众。民

主化时期，军人政府为了镇压社会抗争、维护其统治，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政治

压制措施，造成了不少民众的伤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天主教收回了对军人政

府的支持，并与左翼运动联合起来进行抗争，助推了拉美的民主化。鉴于天主

教的突出贡献，有的学者也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称为“天主教的浪潮”。①

除了这些共同点外，拉美三国仍存在两大明显的差异。第一，在与左翼

结盟反抗军人威权政体这个议题上，巴西和智利的天主教比较积极，阿根廷

的天主教较为消极。宗教市场的多元化或垄断性解释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在

宗教垄断下，阿根廷的天主教不用担心来自竞争者的威胁，没有太大的动力

去反抗给其提供优待的军政府。第二，巴西天主教更加团结，其抗争更多体

现为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天主教在智利和阿根廷则更为分化，其抗争更多呈

现出自下而上的模式。智利和阿根廷的天主教都存在明显的教阶和俗众组织

之间、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化。这两个国家天主教的左转往往是由底层

带动的，激进派的积极抗争逐渐带动保守派的左转。与这两个国家相比，巴

西的天主教更加凝聚，巴西的民主抗争一开始便是由教阶所推动。

( 三) 天主教与左翼结盟的性质和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天主教与左翼在很长时间里是对峙的

阵营，但民主化时期它们已从分道扬镳的阵营变成和衷共济的同盟，这种同

盟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在一些地方这种同盟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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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8 年第 5 期

要理解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的动态关系，我们需要全面理解以下两个问题:

过去，它们为何会分道扬镳并彼此对抗? 民主化时期，它们为何能建立统一

战线? 这两个问题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天主教与左翼结盟的性质和条件。历

史上，基督教与左翼并不总是对抗关系，它们间曾有过数次结盟的尝试。在

19 世纪的欧洲 ( 主要在英、法、德) ，曾出现过一种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

仰结合起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社会主义运动越发带有世俗主义

和反教阶的特点，使得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逐步疏远，基督教民主

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竞争者和替代者。再后来，由于左翼运动直接冲击教会，

教会被迫成为一种抗争的力量，基督教与左翼正式分道扬镳。不过，这种对

立关系随着天主教的激进化和左翼运动的温和化而改善。在拉丁美洲的民主

化浪潮中，在反对独裁和促进社会正义等议题上，天主教与左翼又重新成为

盟友。这种结盟之所以成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都有共

同的抗争对象即军事独裁、民众的贫困和社会不公;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共

享着相似的思想，某些左翼运动倡导的社群主义为天主教所秉持，而天主教

的解放神学与左翼运动共享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此外，两者还有

着重叠的群众基础，天主教的基础团体和左翼运动的群众组织拥有着共同的

民众。当下民主、和平的外在环境也为它们的合作创造了新的条件。天主教

不必借助威权才能抑制反教权运动，左翼运动也无须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自己

的政治主张。

天主教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结成统一战

线。它们的关系既取决于外在的环境 ( 是否面临共同的威胁———军政府，

是否存在双方都想解决的问题———专制的政治制度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 ，

但更取决于彼此的选择: 如果左翼运动向战斗的无神论倾斜，那么天主教

可能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走向与左翼对抗的道路; 同样，如果天主教选择

与权贵精英结合来维护不合理的旧制度，压制进步的民众运动，那么左翼

旨在变革现状的行动必然会带有反教阶的特点。这些都不利于双方结成同

盟。梵二会议以来，与时俱进和选择穷人成为天主教的基本取向，天主教

短期内不太可能回到与权贵结盟反对社会进步的旧路。贫富分化问题短时

间内难以解决，天主教选择穷人的立场也不会突然改变，天主教与左翼运

动仍存在着合作基础。只要左翼运动不教条地抵制宗教，不突破天主教的

伦理底线，不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来变革现状，那么天主教在很长时间内

仍有望成为左翼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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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语

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是塑造拉美政治进程的两种重要运动，它们的兴起主

要源于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历史上，因为对社会秩序的不同取向

( 要求激烈变革还是维持既有秩序) ，它们成为对峙的两个阵营。在民主化时期，

面对共同的敌人，因有共享的思想和共同的群众基础，两者结成联盟终结了军人

独裁政体。除此之外，左翼的温和化与天主教的左转亦是两者结盟的重要推动力。

天主教的左转源于梵二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主教会议，政治空间的开放则推动了左

翼的温和化。当下，两者的关系虽已出现微调，但是两者的同盟关系没出现根本

转向。由于天主教已进行了从保守到进步、从聚焦精英到选择穷人、从与政权结

合到分离的结构性转向，未来天主教有望继续与左翼结盟。

除了历史分析外，本文选取了巴西、智利和阿根廷这三个重要的拉美国

家进行了横向比较。笔者发现，在反抗威权方面，巴西和智利天主教最为积

极，阿根廷天主教比较消极。宗教市场的多元化程度影响了天主教与政权的

结合程度，最终影响了它的抗争积极性。垄断的宗教市场使得阿根廷的天主

教更消极地反抗威权。在天主教的团结程度上，巴西的天主教更为团结，智

利和阿根廷的天主教则更为分化。巴西天主教的团结既得益于全国主教会议

这个协调机制，也得益于解放神学在巴西天主教界的广泛流行。

天主教的右倾和左转是拉美政治钟摆的重要社会动力。天主教的右倾推

动了军人政体的建立，天主教的左转则促成了左翼的上台执政。左翼和天主

教之间多元的、动态的关系需要我们放弃静态的、二分的本质主义视角，这

样方能更准确地把握复杂多变的拉美政治。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拉美国家的政治格局是非常复杂的，存在着较大的

内部差异。这些差异既有来自历史、地缘 ( 加勒比地区与南美诸国) 、发展状

况和民族状况 ( 特别是印第安人的比例) 的差异，也有来自军人政体和左翼

政党 ( 温和左翼还是激进左翼) 的差异。因此，任何一般化的推论都需要非

常谨慎。虽然天主教的左转与民主化和左翼的兴起是 20 世纪末拉美政治比较

典型的趋势，但是本文的个案研究不足以支撑一般化的判断。要得出一般化

的判断还需要更为系统的比较研究。

(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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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left has devoted itself to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The“left turn”which had started
at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ad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The leftist regimes carried out effective governance，which has promot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to some extent. Generally speaking， they obeyed the
competition principle of electoral democracy. The radical lefts emphasized the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regarding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political reform. They pushed forward radical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since
coming into power，tried to construct a new democratic model based on participation，and
active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icipation democracy，which enhanced the political
inclusiveness in a certain period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the radical left regime
strengthened the president’s personal power，weakened the accountability of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tensifie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hus weakened political pluralism，
especially the radical left regime in Venezuela. In contrast，the moderate lefts did not break
through 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rather，they made it develop
steadily. Looking ahead，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will face many
persistent serious challenges.
Key words: Latin American left，democracy，participatory democracy，the radical left，
the moderate left

73 The Social Base of Political Changes in Latin America: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Left－
wing and Catholicism in Brazil，Chile and Argentina
Zhong Zhifeng
Abstract: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the left－wing movement and the Catholic
movement emerged in Latin America，which greatly shaped it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alignment between the left－wing and Catholicism not only stimulate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Latin America but also the rise of the left－wing parties or party
coalitions. Concentrating on the relations of left－wing and Catholicism，this paper has done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ases of Brazil，Chile and Argentina.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First， the relations between left－wing and
Catholicism are dynamic. The left turn and right turn of Catholicism greatly shaped the
political pendulum of Latin America. Its right turn helped establish the military regime while
its left turn contributed to the rising of the left－wing. Seco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left－wing and Catholicism are multiple. There are three main patterns: total confrontation，
total collaboration，and partial cooper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three
patterns can be identified: a cohesive church collaborated with the left wing to actively
fight against the military regime in Brazil; a divided church formed election coalition with
the left－wing to end the military rule in Chile; a divided church distanced from the left－
wing and negatively fight against the military regime in Argentina. Third， the relations
between left－wing and Catholicism are mainly shaped by the degree of regime repression
and the pluralization of religious market in specific country. The more repressive the
regime，the more plural the religious market，the more likely Catholicism may cooperate
with the left－wing. Therefore， compared to the rigid and dichotomized essent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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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contextual approach is more suit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Latin America politics.
Key words: Latin America politics，Left－wing，Catholicism，democratization，military
regime，confrontation，cooperation

86 On Failure of Judicial Ｒeview in Constitutional Disputes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itegeqi，Yang Liyan
Abstract: Judicial review is now widely accepted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Many
people expect that judicial review can protect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However，in many cases of constitutional crises，the reality deviates from their
original purpose. Therefore，it is meaningful to study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the judicial
review works. Based on an illustration of the judicial review in Latin America，the paper
builds up a framework which integrates all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function of judicial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arties，and uses this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behavior of some institu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in some cases of
constitutional cris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litical views of left－wing parties and right－wing parties as well as
the support from the public，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constitutional order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som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here constitutional crises arose，political
parties on the left and right tend to have fierce conflicts. Their desired policies differentiate
significantly from each other and there is a lack of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m. Additionally，
in these countries，the institu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can only get limited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In this situation，judicial review cannot function independently and sometimes even
become the root cause of instability. Meanwhile，in som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due to
the factors like relatively smal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deologies of different parties or the
support from the public，judicial review can play a more positive role in the crises and help
to avoid interruption or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 order.
Key words: Latin America，judicial review，constitution，political stability，politics of
political parties

111 Cultural Diplomacy from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Japanese Cultural Diplomacy in Latin America
Zhao Hui
Abstract: Enter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has
witnessed all－dimensional，wide－ranging，multi－level development，with th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deepening increasingly. However， the poll of Latinobarómetro showed
that the favorable opinions of China among Latin American people did not match the
degree of China－Latin America economic relations. In contrast，the poll showed that the
favorable opinions of Japan among Latin American people remained high，although the
amount of Japanese－Latin American trade and inves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hina－
Latin America. The main reason lies in the magic code of Japanese cultural diplomacy in
Latin America，which relies on local Japanese descendants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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